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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樱桃栽培面积的不断扩大，关中平原部分樱桃园在成熟期白星花金龟子暴发，导致樱桃果实减产或绝收，严重降低了樱桃园
的经济收入。白星花金龟子危害樱桃期为樱桃成熟期，不能开展化学防治。针对白星花金龟子的危害状况，介绍了白星花金龟子的危
害特性、形态特征、生活习性和发生规律，提出防治白星花金龟子应从清洁樱桃园卫生、诱捕成虫、生物防治幼虫等方面着手，并提出了
具体的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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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rrence and Prevention of Potosia brevitarsis in Cherry Orchard in Guanzhong Pl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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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cherry cultivation area，Potosia brevitarsis broke out in mature stage in some cherry orchards in
Guanzhong Plain，which led to the reduction or extinction of cherry yield and seriously reduced the economic income of cherry orchards．Potosia
brevitarsis damage stage is in cherry mature stage，chemical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annot be carried out．In view of the damage caused by Poto-
sia brevitarsis，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the damage characteristics，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living habits and occurrence rules of Po-
tosia brevitarsis，and puts forward that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Potosia brevitarsis should start from the aspects of cleaning cherry garden
hygiene，trapping adults，biologically controlling larvae and so on，and puts forward some concrete control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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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桃( Cerasus pseudocerasus) 原产于亚洲西部和欧洲东南
部，号称“百果第一枝”，是北方上市最早的乔木果实。樱桃
果实红如玛瑙，黄如凝脂，富含蛋白质、糖、维生素及铁、钙、
磷、钾等营养元素，是天然的“维生素之王”和“生命之果”。
近年来随着陕西关中平原地区农业结构调整及生态环境建
设，以前常见的树种如榆树( Ulmus pumila) 、柳树( Salix mat-
sudana) 、杨树( Populus sp) 等大量减少，各种果树如樱桃、李
( Prunus sp) 、杏( Armeniaca vulgaris) 、桃( Prunus persica) 、葡萄
( Vitis vinifera×Vitis labrusca) 等快速大面积发展;以前 5月上
旬至 6月中旬出土羽化的白星花金龟子( Potosia brevitarsis)
常数头或十多头群集在榆树、柳树、杨树等树种的烂皮、凹穴
处吸食树汁，而现在却危害果树，特别是 5月下旬至 6月上
旬樱桃成熟期，大量的白星花金龟子以成熟的樱桃为啃食对
象，导致樱桃严重减产或绝收，严重降低樱桃园的经济收入。
白星花金龟子危害成熟的樱桃，为了保证樱桃的食用安全，
不能开展化学防治，而有关白星花金龟子对樱桃的危害及防
治措施报道较少。为了减轻白星花金龟子对樱桃的危害，根
据生产调查及相关文献［1－3］，笔者对白星花金龟子的危害特
征、形态特征及生活习性进行阐述，并提出具体的防治措施。

1 分布范围及危害特征
白星花金龟子为鞘翅目( Coleoptera) 金龟科( Scarabaei-

dae) 花金龟亚科( Cetoniinae) 的昆虫，广泛分布于我国除西藏
以外的广大地区，其中东北、西北、华北及黄淮海等地区分布
量较大，我国周边的国家如俄罗斯、蒙古、日本、朝鲜等也有
分布。白星花金龟子成虫个体大，属暴食性、多食性昆虫，可
危害粮食、果树、蔬菜等 14 科 26 属 29 种植物［1－4］。

在关中平原 5月下旬至 6月上旬樱桃成熟期，白星花金
龟子常 3～5头群集在一起，在有裂纹、病斑和损伤的樱桃上
昼夜啃食，将整序樱桃啃食干净，仅留下果核和果梗( 图 1) ，
然后转移到下一果序继续危害，成群的金龟子 3～5 d可将一
整树樱桃啃食干净;在啃食果实时其排泄物可污染果实，严
重影响樱桃的商品价值。当樱桃成熟期过后，大量的白星花
金龟子则迁飞到杏、桃、苹果等果园中继续危害，且对果树的
危害程度呈逐年增长趋势。
2 形态特征

白星花金龟子的世代分为成虫、卵、幼虫和蛹 4个虫态，
没有茧［5－9］，是一种非完全变态害虫( 图 2) 。
2．1 成虫 白星花金龟子成虫体长 18 ～ 24 mm，体宽 9 ～
14 mm，重 0．5～1．0 g，椭圆形，背面扁平，体壳坚硬，光亮，多
古铜色或青铜色。头方形，前缘微凹，稍向上翘起。触角短
粗，深褐色，鳃叶状，由 9 ～ 11 节组成，鳃片部 3 节。复眼突
出，黄铜色带有黑色斑纹。前胸背板梯形，坚硬，两侧弧形，
后缘中凹，前胸背板具不规则白绒斑，前胸背板后角与鞘翅
前缘角之间的中胸后侧片明显，近长三角形，表面光滑，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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钝，仅基角有少量刻点。鞘翅近长方形，宽大，其中肩部最
宽，侧缘前方内弯;后缘圆弧形，缝角不突出。鞘翅背面布有
粗大刻纹，肩凸的内外刻纹尤为密集，白绒斑多为横波纹状，
多集中在鞘翅的中后部。臀板短宽，密布皱纹和黄茸毛，每
侧有 3个白绒斑呈三角形排列。腹部光滑，两侧刻纹较密
粗，1～4节近边缘处和 3～ 5节两侧有白绒斑。中胸腹板扁
平，前端圆。后胸腹板中间光滑，两侧密布粗大皱纹和黄绒
毛。足粗壮，前足胫节外齿 3个，内有端距 1 根，中、后足胫
节末端内各有端距 2根。腹末端臀节外露。雌雄成虫外形
差异较小，一般情况下雄成虫略大于雌成虫，雄成虫前臀节
腹板中间有一明显的纵凹线而雌成虫则无。

图 1 白星花金龟子危害樱桃状况
Fig．1 Cherry damage caused by Potosia brevitarsis

图 2 白星花金龟子的成虫、卵、幼虫和蛹
Fig．2 The imago，egg，larva and pupa of Potosia brevitarsis

2．2 卵 白星花金龟子的卵为圆形至椭圆形，长 1． 7 ～
2．0 mm，初产时为乳白色，表面较光滑，有弹性，后渐变为淡
黄色。同一雌虫同一批次所产的卵大小不同，发育过程中逐
渐膨大至 1倍左右。
2．3 幼虫 白星花金龟子的幼虫又称蛴螬，分 3 个龄期，初
孵 1 龄幼虫体长 4．0～6．0 mm，头壳宽度 0．8～1．2 mm; 2龄幼
虫头壳宽度为 2． 2 ～ 2． 5 mm; 3 龄幼虫头壳宽度为 4． 0 ～
4．5 mm。关中平原粪土中常年都有幼虫存在，并以 2～ 3龄幼
虫越冬。

老熟幼虫体长 24 ～ 39 mm，体重 0．6 ～ 2．9 g，乳白色，柔
软、肥胖，圆筒形，身体向腹面弯曲呈“C”字形，背面隆起，多
横皱纹。头部褐色，两侧各有一黄色菱形斑，气门孔呈红棕
色。胸足 3对，黄色，很小。体背每节生刚毛 3 横列，腹末节

膨大。肛腹片上的刺毛粗短，倒“U”字形 2 纵行排列，每行
刺毛 19～22根不等。胴部粗胖，黄白色或乳白色。幼虫行走
时将身体翻转，借体背体节的蠕动向前迅速行进，不用足
行走。
2．4 蛹 金龟子的蛹为裸蛹，体长 20～23 mm，卵圆形，先端
钝圆，向后渐削，重 1．0～1．6 g;蛹的复眼较大，触角较短，腹部
末端有 1 对叉状突起。蛹头部较小，向下微弯，初为黄白色，
渐变为橙黄色。蛹外包以土室，形似鸡蛋，土室长 2． 6 ～
3．0 cm，椭圆形，中部一侧稍突起，突起处由较粗的砂砾结成。
3 生活习性及发生规律

根据田间监测及相关文献，白星花金龟子在陕西关中平
原 1年发生 1代，以 2～3龄幼虫潜伏在腐殖质、粪堆及腐烂
秸秆堆中越冬。各虫态的发育历期随气温的变化而有所变
化( 表 1) ，土壤有机质丰富，含水量适中，有利于白星花金龟
子的发生。白星花金龟子由卵到成虫完成一代生命需 319～
359 d ［8－10］。
3．1 幼虫 白星花金龟子的幼虫又称蛴螬，头小体肥大，生
活于腐殖质、粪堆及腐烂秸秆堆中，幼虫以腐殖质为食物，不
危害植物根系，营腐生生活，关中平原一般情况下腐殖质、粪
堆及腐烂秸秆堆中常年都有蛴螬存在，其中 11 月至翌年 3
月以 2～3 龄幼虫在腐殖质、粪堆及腐烂秸秆堆下 0～ 10 cm
土层中越冬，以粪土交界处最多，开春后返回地表活动。幼
虫在粪土内的深度随粪土层的厚度而变化，粪土层越厚则分
布越深，粪土水分含量越高则分布越浅，久雨后幼虫常逸出
粪土表层，在地面蠕动。关中平原以农家堆放 1～ 2 年的鸡
粪、牛粪、羊粪堆中幼虫较多。据文献记载［8－10］，幼虫发育所
需积温平均为 3 680．0 ℃左右，其中 1 龄幼虫龄 20．0 d左右，
所需积温 398． 0 ℃ ; 2 龄幼虫龄 19． 0 d 左右，所需积温
355．0 ℃ ; 3龄幼虫龄 125 d，所需积温 2 927．0 ℃左右。老熟
幼虫于 4 月初在腐殖质或粪土中 5～10 cm处做土室开始化
蛹。白星花金龟子幼虫对土壤有机质转化为易被作物吸收
利用的小分子有机物有一定作用。
3．2 蛹 关中平原 4月上旬至 6月下旬，越冬幼虫老熟后，
吐黏液混合土粒或砂砾结成土室，在土室内化蛹，土室一般
距地表 15～ 20 cm。从结土室到化蛹需 7 d 左右，蛹期 30 ～
40 d，发育所需积温为 779．0 ℃。4月上旬至 7月中旬，关中
平原粪土中一直有蛹存在。老熟幼虫在土室内羽化后，在土
室内仍需呆 7～10 d，然后用头及前足将土室顶破。土室对白
星花金龟子有保护作用，土室遭破坏后，白星花金龟子幼虫
或蛹极易被蚂蚁( Pheidole sp．) 、步甲( Carabidae) 类等天敌猎
食。通常情况下无土室的幼虫不能变蛹，无土室的蛹不能
羽化。
3．3 成虫 关中平原成虫于 5 月上旬开始出现，6—7 月为
成虫羽化盛期和危害盛期，但在樱桃园主要以 5月下旬—6
月上旬进行危害，樱桃采收后则先后转移到桃、葡萄、梨
( Pyrus bretschneideri) 、猕猴桃( Actinidia chinensis) 、苹果( Ma-
lus domestica) 园等进行危害，通常在某一樱桃园危害期在
15 d左右。一般 9月下旬以后成虫减少，但在 10月中旬晚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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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园中仍可见到成虫。成虫雌雄比为 1．0 ∶0．8，雌虫多于 雄虫。

表 1 关中平原宝鸡市白星花金龟的年生活史
Table 1 Annual life cycle of Postosia brevitarsis in Baoji City，Guanzhong Plain

月份 Month 生活史 Life cycle

1—3月 January to March 上 F 
中 M 
下 L 

4月 April 上 E  △
中 M  △
下 L  △

5月 May 上 F  △ +
中 M  △ +
下 L  △ +

6月 June 上 F  △ + ○
中 M  △ + ○
下 L  △ + ○

7月 July 上 F △ + ○ C
中 M △ + ○ C
下 L + ○ C

8月 August 上 F + ○ C
中 M + ○ C
下 L + ○ C

9月 September 上 F + ○ C
中 M + ○ C
下 L + ○ C

10月 October 上 F + C
中 M + C
下 L C

11—12月 November to December 上 F 
中 M 
下 L 

注: “”表示越冬幼虫; “△”表示蛹; “+”表示成虫; “○”表示卵; “C”表示幼虫。“上”表示“上旬”;“中”表示“中旬”;“下”表示“下旬”
Note: “”means overwintering larva; “△”means pupa; “+”indicates imago; “○”means egg; and“C”means larva．“F”means“the first ten day of a

month”;“M”means“the middle ten day of a month”，and“L”means“the last ten day of a month”

白星花金龟子成虫有明显的昼出夜伏习性。成虫的活
动时间集中在 10 ∶00—16 ∶00，成虫盘旋飞行时嗡嗡作响;稍
受惊扰便迅速飞起，飞翔能力强，可飞行 5～30 m，最多能飞
50 m 以上。羽化的成虫通过补充大量营养后于 6 月初开始
交配产卵，直到 9月下旬，其中 6月中旬—7月中旬为产卵盛
期。白星花金龟子成虫交配多在 08 ∶00—18 ∶00，交配时间为
20～40 min，卵多产于粪堆、腐烂秸秆堆、落叶堆等腐殖质较
多、环境条件比较潮湿或施有未经腐熟土粪的地块，深度10～
25 cm，产卵期 30 d 左右，1 头雌虫可产卵 20 粒左右。

白星花金龟子成虫喜食成熟、腐烂的果实，常 3～5头群
集在一起啃食樱桃，尤以雨后较多。白星花金龟子成虫具有
趋化性、趋腐性、趋糖性、假死性、群聚性，但没有趋光性。喜
食腐烂的果实及玉米( Zea mays) 、向日葵( Helianthus annuus)

等农作物。樱桃果实腐烂后散发的果醋味，对白星花金龟子
的聚集有强烈的吸引力。白星花金龟成虫对糖醋液、果醋液
及酒醋液趋性很强，糖醋液或果醋液中加入少量白酒可提高
诱捕效果。

白星花金龟子雌虫可释放性信息素，对雄虫和雌虫都有
引诱作用;雄虫可释放聚集信息素。白星花金龟子的活动受

温度影响，气温高时活动和飞翔能力强，气温低时群聚在果
实上或爬在树梢上采暖。
3．4 卵 卵期 8 ～ 12 d，平均 10 d，发育所需积温平均为
267．0 ℃左右。关中平原 6—9月成虫均可产卵，产卵高峰期
出现在 6—7月。
4 关中平原樱桃园白星花金龟子暴发的原因
4．1 农村种植业结构的调整 关中平原为传统的粮棉生产
基地，生产小麦( Triticum aestivum) 、玉米( Zea mays) 及棉花
( Gossypium hirsutum) 。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及生态环
境建设，白星花金龟子危害的作物玉米、高粱( Sorghum bicol-
or) 、棉花种植面积大量减少，危害的树种榆树、柳树、杨树逐
年减少，5月下旬至 6月上旬，其他果实如李、杏、桃等尚未成
熟或少量成熟，因而 5月下旬至 6月上旬樱桃成为白星花金
龟子的主要危害对象;其他果树如李、杏、桃、葡萄、梨、苹果、
猕猴桃等采用套袋栽培，可阻止白星花金龟子的危害，樱桃
果实小，套袋不方便，化学防治难以开展，易造成白星花金龟
子在樱桃园短时期暴发。
4．2 农村养殖业的快速发展 关中平原传统的养殖业以户
为单位，养殖猪( Sus scrofa) 、羊( Capra hircus) 、鸡( Gallus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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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ticus) 、牛( Bos taurus) 等，家畜家禽产生的粪便少，能及时
处理干净并深度腐熟，破坏了白星花金龟子的产卵场所及幼
虫的生长环境。近年来农村养殖向专业化发展，大型、中型
养殖场快速建立，大量的牲畜粪便堆积在村庄周围、道路两
旁，成为白星花金龟子良好的产卵场所及幼虫生长的优良环
境，因而白星花金龟子虫口数量大，危害程度高。
4．3 生态环境建设 近年来北方冬季雾霾不断加重，为了减
少雾霾，建立良好的居住环境，禁止燃烧垃圾、秸秆等，提倡
秸秆还田，导致大量秸秆、树叶长期堆弃在田边、沟渠及路
旁，难以得到及时处理，不但为白星花金龟子成虫提供了适
宜的产卵环境，而且为蛴螬提供了充足食料和生存场所，故
易引起金龟子暴发。樱桃园周围厩肥、作物秸秆、树叶、杂草
等有机质、腐殖质多，白星花金龟子则发生、危害重;一般施
用大量未腐熟有机肥的樱桃园白星花金龟子发生、危害重;
园内裂果、病果、损伤果较多的白星花金龟子发生、危害重。
4．4 果园土壤管理的转变 近年来果园土壤管理大力推广
果园生草、秸秆覆盖及果园免耕等，果园土壤有机质增加，翻
耕次数显著减少，利于白星花金龟子成虫产卵，不利于蛴螬
冻死、暴晒或被天敌食用。
4．5 白星花金龟成虫活动范围广 白星花金龟成虫食性杂，
迁移范围广，蛴螬生存场所多，一家一户的栽培管理模式，导
致综合防治难以开展，因而总体防治效果差，虫量逐年积累，
积累到一定程度导致暴发。通常情况下，背风向阳、坡地的
樱桃园发生、危害重，平川地、洼地的发生、危害轻; 土层深
厚、湿润、有机质含量高、土壤肥沃的樱桃园发生、危害重，而
有机质含量低、土壤为黏土和砂土的则发生、危害轻。
5 防治措施

白星花金龟子成虫个体大，食性杂，危害期正值樱桃成
熟上市期，而且具有大量聚集啃食特性，不宜采取化学防治，
只能利用白星花金龟成虫的趋化性、趋腐性、趋糖性、假死
性、群聚性等进行综合防治［11－21］。白星花金龟子无趋光性，
杀虫灯及灯光诱捕对白星花金龟子无作用。樱桃成熟早，樱
桃成熟期园内早春间种的甜玉米未到抽雄吐丝期，间种的向
日葵未到开花期，难以起到诱捕白星花金龟子成虫的作用。
5．1 农业防治

( 1) 清洁果园卫生。白星花金龟子成虫具有强烈的趋腐
性，常将卵产于未腐熟的厩肥、腐殖质中，将樱桃园周围的农
家肥集中堆放，外覆塑料膜，一方面可阻止白星花金龟成虫
进入农家肥内部产卵繁殖后代，另一方面可促使农家肥经过
高温发酵腐熟，杀死农家肥中的虫卵和蛴螬。樱桃园周围的
的生活垃圾、农作物秸秆、杂草、落叶等有机质及时清理、深
埋或与农家肥堆积在一起进行高温沤制，减少成虫产卵繁殖
和蛴螬生存的场所。

( 2) 加强果园土壤管理。樱桃园施肥时避免施用未腐熟
的厩肥、鸡粪等，要施用腐熟的有机肥。在深秋或初冬深翻
土壤，冻死蛴螬，减少越冬虫源。春季樱桃园追施氮肥时选
用腐殖酸铵、氨化过磷酸钙、碳酸氢铵等含有氨的肥料，熏杀
蛴螬。蛴螬发育最适宜的土壤含水量为 15% ～20%，土壤过

干或过湿均不利于金龟子卵的正常孵化。在白星花金龟子
发生严重的樱桃园，适当推迟或提前灌溉时间，或大水漫灌
等，可减轻白星花金龟子的危害程度。樱桃园尽量不要间作
豆类、甘薯( Dioscorea esculenta) 和玉米，这些作物均为白星花
金龟子喜食作物，易导致白星花金龟子进一步危害。

( 3)人工捕作。结合秸秆、树叶沤肥和清除、翻整厩肥、鸡
粪、堆肥等有机肥，捡拾蛴螬和蛹，重点捡拾粪堆与土层交界处
0～10 cm或 0～15 cm粪土层的蛴螬和蛹。利用白星花金龟子
的群集性和假死性，在成虫发生盛期，把塑料袋套在有大量成
虫聚集的果实上，连同腐烂果实同时摘除，消灭成虫。对树冠
高大的果园，可在地上铺塑料膜，用竹竿将白星花金龟子振落
于塑料膜上并及时收集，集中杀死或喂养鸡、猪。
5．2 诱捕

( 1) 糖醋酒液诱捕。白星花金龟子有趋糖性，利用 30%
红糖液或配方为白酒 ∶红糖 ∶醋 ∶水= 1 ∶3 ∶6 ∶9 的糖醋酒液诱
捕成虫，诱捕时在红糖液及糖醋酒液加少量的腐烂苹果、梨
或成活的白星花金龟子成虫，可诱捕大量白星花金龟子成
虫。诱捕瓶通常用废弃的矿泉水瓶制成。制作诱捕瓶时，先
将矿泉水瓶的底部剪掉，然后在切口对称处打 2个孔，穿上
细铁丝或者细绳，拧紧瓶盖，倒置矿泉水瓶，从切口处向瓶内
倒入 300 mL左右糖醋酒液或红糖液并放入少量腐烂的苹
果、梨或成活的白星花金龟子成虫，固定在树冠外围距地面
1．2～1．5 m处，引诱成虫入瓶。每隔 3 d将诱捕的成虫从瓶中
倒出深埋、销毁或喂养鸡、猪，同时补充瓶内的糖醋酒液或红
糖液及腐烂苹果、梨或成活的白星花金龟子成虫。

( 2) 厩肥诱捕。利用白星花金龟子的趋腐性，在发生严
重的樱桃园周围，放置腐烂秸秆、树叶、鸡粪、羊粪、牛粪、腐
烂果菜皮等有机肥若干堆，向粪堆内倒入醋 100～150 g、白酒
50 g，并定期向粪堆内灌水，30 d后用塑料膜将粪堆密闭，进
行高温发酵，可杀灭大量的白星花金龟成虫、蛴螬、卵及其他
害虫，有效减轻白星花金龟子的危害程度。

( 3)成虫诱捕。利用白星花金龟子成虫群集危害的特性，
把瓶口较大(白星花金龟子成虫能够进入) 、身较细长的瓶子
挂在树冠外围，高度为 1．2～1．5 m，瓶内放入 2～3个成活的白星
花金龟成虫和少量糖酒醋液或少量腐烂的苹果、梨，吸引成虫
到瓶内。当诱到半瓶以上成虫时，倒出来集中销毁、深埋或喂
养鸡、猪，然后再将瓶子挂到树冠外围，挂瓶前再次放入 2～3
个成活的白星花金龟成虫和少量糖酒醋液或少量腐烂的苹果、
梨。一般情况下，1 hm2 可挂 750～600个诱虫瓶。

( 4) 腐烂果实诱捕 白星花金龟子成虫危害期，将腐烂的
梨、苹果或西瓜皮剁碎倒入小桶中，然后掺入适量的糖醋酒
液悬挂在树冠外围高 1．2～ 1．5 m处，1 hm2 悬挂 600～ 750个
小桶，每天清晨清查，将诱到的成虫倒入塑料袋内，带出园外
集中销毁或喂养鸡、猪，3 d 更换 1次腐烂果实。为防止腐烂
果实短时间干缩，可向桶中加适量水。当腐烂果实干缩后需
进行更换。
5．3 趋避成虫

( 1) 以虫趋虫。将捕捉到的白星花金龟成虫捣烂，浸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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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d腐烂发臭后滤出清液，加水稀释后喷在树叶上，可趋
避成虫，减少危害，注意不要喷施到果实上，以减少对果实的
污染。

( 2) 间套蓖麻( Ｒicinus communis) 。蓖麻叶中含有蓖麻
蛋白和蓖麻碱，金龟子成虫取食后可起到麻痹作用，导致金
龟子成虫不能正常入土产卵，降低成虫基数。樱桃园空地间
套少量蓖麻，可减少各种金龟子的危害。
5．4 生物防治

( 1) 园内散养鸡、猪。白星花金龟子发生较重的樱桃园，
可在园内散养鸡、猪等，鸡、猪不但猎食蛴螬，而且可猎食成
虫，特别是在成虫暴发期，人为驱赶鸡、猪并用竹竿振落成
虫，振落的成虫可及时被鸡、猪猎食，降低危害程度。

( 2) 果园撒施蓖麻叶、侧柏( Platycladus orientalis) 叶、烤
烟( Nicotiana tabacum) 下脚料。白星花金龟子发生严重的樱
桃园，翻耕土壤前 1 hm2 施 150～300 kg干蓖麻叶、侧柏叶或
施 300～450 kg烤烟下脚料( 主要为烤烟生长过程中打顶、抹
芽下来的花、芽、脚叶等) ，可杀死蛴螬，减轻危害。

( 3) 选用生物性农药。金龟子斯氏线虫 ( Steinernema
scarabaei) 、异小杆线虫( Heterorhabditis bacteriophora) 、绿僵菌
( Metarhizium anisopliae) 、白僵菌( Beauveria bassiana) 、黏质
沙雷氏杆菌 ( Serratia marcescens ) 、苏云金杆菌 ( Bacillus
thuringiensis，Bt) 均可感染蛴螬，在处理粪堆时将这些生物性
农药洒施到粪堆中，感染蛴螬，降低蛴螬越冬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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